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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 年九江地震是“相对弱地震活动区”的一次中强破坏性地震. 对该地震发

生的新构造环境进行了分析, 认为震区处于两大构造单元的边界带, 具有发生中强地震

的构造背景. 野外观察并结合地震现场考察的结果显示, 地震可能与瑞昌盆地西北边界

发育的一条 NE 向断裂带有关. 从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对地貌和第四纪地层的控制、地质

剖面、ESR 年龄等方面对这一盆地边界断裂的活动性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认为该断裂在

地表露头上表现为一条中更新世活动断裂. 根据断裂活动特征和地震产生的地裂缝、等

震线形态、震源机制解节面等的走向和位置, 推断丁家山-郎君山断裂是九江 5.7 级地震

的发震构造, 而该断裂与较新活动的 NW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则可能是该地震的发震部

位. 分析表明, 此次地震并非一次意外事件, 其发震断裂活动特征和隐蔽性在中国东部

地区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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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 26 日江西省九江市发生的 5.7 级地

震, 是华东、华中地区近 30 内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此
次地震的震级虽然不是很高, 但它发生在一直被认

为少震的江西地区, 而且造成的震害异常严重, 这引

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九江地震是否意味着地质突

变? 会否带来一连串破坏性强的地震?” 成为九江地

震的第一大悬疑(新浪网等, 2005 年 11 月 29 日).  
江西属于地震活动比较弱的地区, 历史上很少

发生破坏性强震. 位于赣北的九江市, 从地震中长期

预报看并不是一个中强震地区. 全国地震烈度区划

图显示 [1], 九江地区地震的基本烈度为Ⅵ度. 而此次

九江地震极震区烈度达Ⅶ度, 超过当地基本烈度. 因
此, 对于属中弱震区的江西九江市, 这次地震强度超

出预想. 这与 1976 年唐山地震的情况极为类似, 该

地区在此之前百年一直没发生过大地震, 历史上也

没有强震记载, 地震和地质构造并未显示强烈活动, 
根据强震预测标准, 没人想到当地会爆发大地震. 因
此, 九江地区出现意外强震, 具有较为典型的中国东

部地区地震的发震特征.  
关于引发这次地震的构造的研究, 对于中国东

部地区中强地震发震构造条件研究和未来强震危险

性评估意义重大. 但是, 在震后对其发震构造一直并

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是瑞昌盆地边缘NE
向断裂作用的结果, 或者可能有NW向断裂的参与 [2], 
此认识主要是基于地震现场考察等的推断; 一种观

点认为该地震可能是由瑞昌盆地内一条NW向隐伏断

裂活动引发 [3] , 这主要根据余震重新定位所推测. 关
于该次地震的发震构造之所以存在争议, 是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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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推测的基础上, 并没有充分的

地质构造方面的依据. 为了能对本次地震的发震构

造特征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本文旨在野外考察的基

础上, 对地震发生的构造背景、相关断裂活动性和发

震构造进行分析.  

1  震中地区地震构造环境 
该次地震发生在九江县与瑞昌市交界处, 据中

国地震台网测定, 震中位于 29.7°N, 115.7°E(图 1, 2).  

1.1  大地构造背景 

在大地构造部位上, 震中所处的九江地区位于

两大地质单元的边界交接地带(图 1), 北部为秦岭-大
别造山带, 南部为扬子准地台 [6]. 该地区的地质发展

受此 2 个构造单元的控制.  
具体地质构造方面, 震中附近存在两组不同方

向的区域大断裂: NE向的庐江-广济断裂(郯庐断裂带

南段)和NW向的襄樊-广济断裂(图 1). 郯庐断裂带是

中国大陆一条极为重要的断裂带, 活动性延续至今, 
为中国东部最大的近代地震活动带. 其主干断裂沿

秦岭-大别造山带的东南边缘延伸, 终止于长江岸边

的广济附近, 南段切割并错移大别山带而构成断裂

尾端 [7,8]. 襄樊-广济断裂带是一条区域性深大断裂, 
构成了秦岭-大别造山南缘边界断裂构造带的东南部

分, 并因而被认为是扬子地块与秦岭-大别造山带的

分界线 [9]. 九江地区的构造活动受此两条断裂的作用

与影响.  
总之, 九江地震区位于两大地质构造单元的交

接地带, 处在 NE 走向和 NW 走向区域大断裂的交汇

部位, 构造背景十分特殊(图 1).  

1.2  区域新构造环境与地震 

新构造位置上, 震中所属的九江地区位于幕阜

山-九岭断块隆起区与鄱阳湖-安庆断块坳陷区的接壤

部位, 地跨滨湖平原、残丘低山, 地势西高东低. 西
部隆起区海拔多在 300~500 m, 向东过渡为平原区, 
海拔多在 80 m 以下. 新构造期以来, 区内以差异隆

升运动为主, 山区多发育两级剥夷面和 3~4 级河流阶

地.  
西部的幕阜山-九岭隆起是中国东部中生代、新

生代NE-NNE向构造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中生代隆

升呈断块山, 新生代以来经历了较强烈的隆升 [10]. 
其两侧发育以NE向为主的断陷盆地, 西与江汉-洞庭

湖断陷盆地 , 东与鄱阳湖-安庆断坳盆地遥相对照 , 
形成隆凹相间的地貌构造格局. 断陷盆地表现为地

堑、半地堑, 与其间夹的断隆构成的山岭以边界断裂

带相隔. 边界断裂带亦走向NNE至NE, 控制了区内

的现代地震活动.  
九江所处的鄱阳湖地区为典型的沉降区, 沉降

幅度在 100~200 m不等, 并存在局部的断块抬升. 区
内新构造运动以差异性的块断下降和局部块断上升

为特征, 特别是在第四纪这种低地沉降与局部山地

上升表现得更为明显. 例如, 九江东部的庐山为一块

断山, 从其现今海拔 1000 m以上存在着只能在海拔

较低的湿热环境下方可形成的网纹红土可知 [11], 自
网纹红土形成 (中更新世初 )以来 , 山体抬升了约

600~800 m. 与之相对应, 鄱阳湖至今一直处于沉降

状态, 表现在鄱阳湖水面之下发现原本位置较高的

网纹红土深埋于 200 m以下 [12]. 这些反映出庐山在强

烈上升过程中, 其周围的湖盆、低地则在相对强烈下

陷.  
九江地区附近主要的区域性活动断裂除庐江-广

济断裂外, 还有NE向的霍山-罗田断裂、九江-靖安断

裂、湖口-新干断裂等(图 1). 这些NE向断裂为对本区

新构造活动最具影响的断裂体系, 九江及毗邻地区

的现代地震活动主要受控于NE向断裂带(图 1). 九江

地区, 1911 年 5 级地震 [13]和 1995 年 4.9 级地震 [14]分

别发生在九江-靖安断裂和瑞昌南部NE向范家铺断裂

上; 而本次 5.7级地震的发生可能与瑞昌西北NE向断

裂有关. 九江邻近地区, 1336 年安徽宿松 4.75 级、

1497 年安徽潜山 4.75 级、1634 年湖北罗田 5.5 级、

1361 年靖安 5.5 级地震 [13], 分别发生在襄樊-广济断

裂、霍山-罗田断裂和九江-靖安断裂上; 1897 年湖北

阳新 5 级地震 [13], 同样推测与幕阜山隆起附近NE向
断裂活动有关. 因此, NE向断裂控制了该地区中强地

震的发生, 为该区的主要发震构造.  
以上事实表明, 震中所处的九江一带位于一个

新构造运动较强烈地区, NE 向断裂为主要的活动构

造, 控制了现代地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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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江地震区构造位置及区域地震构造图(据 [4], 1)修改, 地震等裂度线 [5]) 

F1, 庐江-广济断裂; F2, 襄樊-广济断裂; F3, 霍山-罗田断裂; F4, 枞阳-宿松断裂; F5,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 F6, 九江-靖安断裂; F7, 湖口-新
干断裂; F8, 东至断裂 

 

2  极震区的构造活动性 
据地震台网测定和地震现场考察, 震中位于九

江县港口乡与瑞昌市交界的赛湖农场附近(图 2). 极
震区地处鄱阳湖坳陷向幕阜山隆起的过渡地带, 地
貌上表现为一新生代盆地及其两侧的隆起, 构造上

主要为一 NE 向控盆主边界断裂(图 2). 因此, 震中地

区的地貌与新生代构造较为简单.  

2.1  极震区地层地貌与新构造特征 

瑞昌盆地是一个 NE 向第三纪小型盆地, 长 18 
km, 宽约 5 km. 其两侧分别为志留系-泥盆系碎屑岩

组成的 NE 向山体. 盆地内的最早沉积为下第三系紫

红色砾岩、砂砾岩夹粉砂岩, 沿着盆地的西北边缘出

露. 在丁家山西南和郎君山一带, 可见晚第三纪多层

玄武岩. 盆地内缺失上第三系, 出露的第四纪沉积盖

                          
1) 安徽省地质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 武汉幅 1:1000000.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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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 瑞昌幅 1:50000 地质图, 1987.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 范家铺幅 1:50000 地质图, 1990. 江西地质矿产局, 九江

市幅 1:50000 地质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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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主要为中更新世-全新世冲积、洪积和湖积物. 其中, 
中更新统(Q2)上部为网纹红土, 下部为具网纹构造的

砂砾石层; 上更新统(Q3)以棕黄色黏土和亚黏土堆积

为主, 黄土层之下见砂砾石层; 全新统(Q4)上部为灰

褐色亚黏土、黏土, 下部为砂砾石层. 钻孔资料显示

(图 2), 盆地内第四系一般厚度为 15~30 m. 瑞昌盆地

表现为半地堑形式的断陷盆地, 其西北边界是一条

NE 向断裂带—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带.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发育于 NE 向郎君山-丁家山

背斜的南东翼, 为褶皱翼部同走向断裂. 其北东起自

丁家山以北, 向西南沿着瑞昌盆地西北边缘, 经赛湖

农场、洋鸡山、瑞昌县城, 至郎君山西北后, 地表迹

线已不清楚. 全长约 20 km, 走向 NE, 总体倾向 SE, 
倾角大于 50°, 正断裂性质. 该断裂由一系列近于平

行的断面组成宽约几百米的 NE 向断裂带, 主要表现

为老第三系与前新生代地层、岩浆岩之间断裂接触

(图 2). 断裂北西盘为志留系-泥盆系碎屑岩和燕山期

岩浆岩, 南东盘为第三系红色砂砾岩. 破碎带宽十几

到上百米, 最宽处 200 多米. 带内碎裂岩、角砾岩发

育, 并见构造透镜体、擦痕和断层泥等.  

2.2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带的活动性 

2.2.1  断裂活动的地质地貌表现 

(ⅰ) 断裂对新生代地层的控制.  作为瑞昌盆地

内的最老沉积, 第三系红层沿丁家山-郎君山断裂以

条带状出露(图 2), 并表现出同断陷沉积, 由此表明

该断裂控制了盆地最初的形成和盆地内第三系的发

育. 野外调查显示,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带对第四纪

早中期地层的分布同样具有较明显的控制作用, 致
使中更新世网纹红土沿瑞昌盆地西部边缘呈狭长带

状分布(图 2); 断裂甚至可能控制了晚更新世地层的

发育. 这表明断裂在第四纪仍具有活动性. 钻孔资料

显示(图 2), 断裂附近的新生代地层要厚于盆地内部

和东部边缘, 进一步说明盆地受断裂作用而呈单边

断陷以及断裂对新沉积的控制.  
(ⅱ) 坪头山断裂地质剖面.  丁家山-郎君山断

裂带北端可追索到丁家山 NE 向山体的末端, 在长江

南岸坪头山附近见到其踪迹(位置见图 3 中最北之观

察点). 在坪头山东, 断裂发育于志留系砂岩中, 出露

NE 和 NW 向两组断裂. NE 向断裂走向约 35°, 倾向

NW, 倾角约 80°; NW 向断裂走向为 330°, 倾向 SW, 
倾角 70°左右. 据野外观察, 两者在延伸方向上是相

交的. 从其所处位置分析, NW 向断裂应属于襄樊-广
济断裂带尾端. 出露剖面显示, 两组断裂面内均发育

宽约 10 cm 的断层泥, 固结坚硬; 断裂上覆厚约 50 
cm 的棕黄色中更新统含砾砂土未受断裂错动. 同时,  
断裂通过位置在地形地貌上没有活动迹象. 这些现

象共同表明, 此处地表出露断裂并无明显新活动. 但
由此可以看出, NE 和 NW 向两组断裂的共同发育是

这一带的构造主旋律.  
(ⅲ)丁家山断裂地质剖面.  赛湖-丁家山一段, 

断裂带由一组近于平行的断面组成, 剖面上呈阶梯

状正断裂, 控制了南盘第三系红盆沉积. 在这一带, 
断裂面走向 NEE, 倾向 SE, 倾角 70°以上. 带内角

砾岩发育, 并见构造透镜体、擦痕和断层泥. 沿断裂

带有中酸性岩体贯入, 志留系砂页岩被矽卡岩化.  
据丁家山钻孔资料 1), 在丁家山一带沿断裂带分

布的第三系内有断裂活动. 第三系显示同沉积断陷

特征, 第三系砂砾岩背斜褶曲, 同断裂产状一致, 靠
近断裂一侧的北翼陡, 砂砾岩具破碎现象. 这说明断

裂在新生代有较强活动. 丁家山铜矿大型采矿坑揭

露剖面显示, 花岗闪长斑岩顶部角砾岩和矽卡岩化

砂页岩被断裂所断错 (图 3(a)). 断裂破碎带宽约

60~80 cm, 主断面倾向 SE, 倾角 81°. 断面较平直, 
沿其发育一宽约 5~6 cm 紫红色断层泥带, 断层泥半

固结, 具有明显的磨擦镜面和擦痕, 指示南东盘下降. 
为了获得断裂最晚一次活动的时代, 野外采集断层

泥电子自旋共振(ESR)样品, 编号为 E-10. 该点南西

300 m, 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中发育几条近 EW 向断

裂. 断裂规模不大, N 倾, 倾角近 80°, 断裂两侧花岗

斑岩强烈破碎. 这表明花岗闪长斑岩侵入后受到近

EW 向断裂的作用.  
综合丁家山一带断裂剖面, 从第三系砂砾岩具

破碎现象、断裂角砾岩和矽卡岩又受后期改造、花岗

闪长斑岩被断裂断错及断层泥固结程度, 推断该断

裂在第四纪早期有活动. 
                          

1) 江西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瑞昌幅)1:50000 说明书,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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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天词山断裂地质剖面.  断裂在天词山一带

表现较为复杂, 在泥盆系砂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中及

两者之间均发育 NE 向断裂. 天词山东垂直 NE 向山

体开挖的剖面上, 志留系黄褐色砂岩中发育 4~5 条

NE向断裂(图 3(b). 断面倾向 SE, 倾角 64°~80°, 正断

性质. 这几条断裂相距 1~2 m, 将志留系砂岩切割的

支离破碎. 断裂带内物质半胶结, 显示其活动较新. 
同样对该处断层泥采集 ESR 测年样品, 编号为 E-09.  

天词山南, 志留系砂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之间同

样发现 NE 向断裂破碎带. 该剖面上见志留系砂岩和

花岗闪长斑岩呈正断裂接触, 断裂倾向 SE, 倾角 83°, 
断裂南东盘花岗闪长斑岩破碎. 从带内物质固结程

度和断面新鲜程度看, 该断裂较图 3(b)剖面显示的天

词山东断裂要新.  
在该观察点东, 花岗闪长斑岩内也出露断裂的

地质剖面, 其构造位置上更靠近盆地内部. 断裂规模

较小, 走向 65°, 倾角 64°. 单条断裂破碎带宽几厘米, 
断裂面平整, 较新鲜(图 4(a)). 断裂断错了花岗闪长

斑岩, 上覆的 Q3 棕黄色细砂层没有被错动. 但断裂

附近花岗闪长斑岩之上覆盖的 Q2 网纹红土有轻微拱

起, 并向盆地内倾斜, 可能为受断裂活动影响所致.  
(ⅴ) 金家湾断裂地质剖面.  在瑞昌东北金家湾

可见宽度达几十米的断裂带, 带内岩石强烈破碎, 发
育角砾岩、碎裂岩和构造透镜体, 并被石英闪长玢岩

充填. 该处断裂将其附近砂岩、页岩与石英闪长玢

岩、角砾岩, 甚至第三系紫红色砾岩混杂在一起. 断
裂控制了第三系紫红色砾岩发育, 表现出同断陷沉

积, 使得断裂附近第三系紫红色砾岩强烈变形, 形成

一向北倾伏的背斜褶皱, 倾角大于 30°(图 4(c)), 并在

断裂面附近破碎. 金家湾金矿南侧长约 60 m 的剖面

上, 由志留系围岩构成的角砾和石英闪长玢岩中出

露几条 NE 向断裂(图 3(c)). 断裂带内物质半胶结, 对
其采集 ESR 测年样品, 编号为 E-11.  

(ⅵ) 郎君山断裂地质剖面.  西南段郎君山一带, 
断裂附近发育张性角砾岩, 地貌显示断裂南东盘下

降. 郎君山南侧盆地边缘, 在推测断裂通过位置出露

中更新世(Q2)堆积, 上部为棕红色网纹红土, 下部为

红棕色、具网纹构造的砂砾石层, 砾石直径几厘米,  

由石英、石英砂岩及硅质岩组成, 次磨圆至次棱角状, 
大小均匀. 在 Q2 中下部网纹红土到砂砾石层中, 发
育 3 条近于平行的 NE 向张裂面(图 3(d), 4(b)). 张裂

面平直, 走向 60°~70°, 倾向 NW, 倾角 80°左右. 张
裂面之间相距约 2 m, 往上未延伸到 Q2 顶部, 网纹红

土之上为 Q3-4 砂土层覆盖. 由此推断, 这几条张裂面

形成于 Q2 早中期. 它们位于推测的 NE 向断裂位置, 
可能是受断裂活动的影响形成. 

以天词山东观测地质露头为基础的横跨断裂的

综合剖面(图 4)显示,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是一条由多

条断裂组成、具有一定宽度的断裂带. 位于盆地外侧

的志留系内断裂活动时期最老; 志留系砂岩和燕山

期花岗闪长斑岩之间的断裂、花岗闪长斑岩内的断裂, 
活动时代相对要新; 而 Q2 网纹红土受更新的断裂活

动影响. 可以推测, 还有更新的断裂活动位于盆地内

侧. 已有物探资料显示  

1),2), 在盆地内侧确实存在一

条 NE 向隐伏断裂. 因此, 这些断裂的活动性具有往

盆地内部依次变新的趋势.  

2.2.2  ESR 测年结果及讨论 

上述出露的地质剖面中, 断裂主要发育于前第

四纪基岩内, 其上没有覆盖第四纪沉积物或只有很

薄的残坡积层. 但断裂带内断层泥或破碎物较为发

育, 因而比较适合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来确定断

裂活动的年代. ESR法测定断层泥和断裂破碎物年龄

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15~17], 从机理上解决了利用断

层物质对断裂活动进行测年的问题, 它反映了断裂

较新一次活动的大致时间.  
我们在 3个不同地点采集了 3个断层泥样品来测

定 ESR 年龄. 图 3 和表 1 给出了 3 个样品的取样地点

及 ESR年龄结果. 对于每个样品, 分别测量出测样的

E′中心ESR信号强度(吸收谷深度)(图 5), 做出E′中心

ESR 信号强度与照射剂量的相关曲线, 采用附加法

获得等效剂量(ED)值. 这批样品的拟合曲线呈饱和

指数. 测样的 ESR 信号强度采用北京大学 60Co-γ 源
照射后测量获得. 测量条件: 微波功率为 0.205 mW, 
调制幅度为 1.00 G. 环境剂量率(D)计算中, 假定α 

辐照产生的 ESR 的效率为 0.05, 宇宙射线的贡献估

计为 0.15 m Gy/a. 
                          

1) 同 346 页脚注 
2) 同 347 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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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词山一带断裂综合剖面 
剖面位置示于图 3. Q4, 全新统灰褐色亚黏土、黏土; Q3, 上更新统棕黄色黏土、亚黏土; Q2, 中更新统棕红色网纹红土, 下部为具网纹构

造的砂砾石层; E, 下第三系紫红色砂砾岩; γδπ, 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 S, 志留系浅黄色砂岩. 插图: (a) 天词山南花岗闪长斑岩内断裂剖

面(镜向 NE); (b) Q2 断裂附近网纹红土中的张裂面(见于郎君山一带)(镜向 SW); (c) 金家湾东北一带第三系紫红色砾岩变形剖面(镜向 NE) 
 

表 1  断裂带内断层物质 ESR 测年结果 

野外编号 采样地点 样品物质 古剂量/Gy 年剂量/Gy·ka−1 年龄/ka 

E-09 天词山 断层泥类物质 1919±170 4.011 478±42 

E-10 丁家山 固结断层泥 3753±406 3.326 1128±122 

E-11 金家湾 断层泥类物质 1351±133 3.919 3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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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测年样品石英的 ESR 谱图 

 

ESR 测年结果(表 1)显示, 这 3 个断层泥样品年

龄值的测量误差在 10%左右, 其主要原因之一可能

为所加人工辐照剂量偏小. 从表 1 的年龄数据分析, 
断裂在基岩中的活动可见到 3 期. 最老一期发生在早

更新世晚期, 距今约 1006~1250 ka, 在丁家山可见到

活动迹象; 第 2, 3 期发生在中更新世中期, 分别距今

约 436~520, 310~378 ka, 在天词山和金家湾有活动显

示. ESR 测年结果表明, 该断裂最新的一次活动为中

更新世中期.  

2.2.3  岩浆活动 

沿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具有强烈的岩浆活动, 燕

山期中酸性或中基性侵入岩体成条带状发育, 主要

为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闪长玢岩, 如洋鸡山-郎君山

石英闪长玢岩侵入体长 7.2 km, 沿带有金、铜、硫等

矿化. 此外, 晚第三纪喷出的基性玄武岩在该断裂附

近的丁家山和郎君山也有分布. 岩体沿丁家山-郎君

山断裂的分布特征, 表明岩浆活动受断裂控制; 岩浆

岩中常见下伏基岩的角砾, 分布与断面一致, 说明该

断裂具有一定的切割深度; 而受断裂控制的岩浆的

多次活动则反映了该断裂深层次的反复剧烈运动.  

2.2.4  断裂活动性分析 

总体来看,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是位于瑞昌盆地

西北边界的一条较大型断裂, 显示出多期活动性. 断
裂控制了瑞昌第三纪红盆最初的形成和盆地内第三

系红层的分布, 以及喜山期基性玄武岩的喷出, 表明

了其第三纪活动性. 进入第四纪以来, 该断裂仍显示

出一些活动性, 表现在: (1) 第三系砂砾岩背斜褶曲, 
并进一步受断裂影响破碎; (2) 早期形成的以志留系

围岩为主构成的断裂角砾岩再次受断裂作用, 基岩

中断裂发育的断层泥较松软; (3) 断裂带由多条平行

断裂组成, 活动性有向盆地内迁移的趋势, 最新的断

裂可能靠近盆地以内, 并被晚更新世-全新世地层覆

盖, 而所能揭露到的最新活动断裂发育于燕山晚期

花岗闪长斑岩之中, 断裂面新鲜, 显示出在中更新世

有活动的迹象; (4) 对第四纪早中期地层的分布具有

控制作用, 使得瑞昌盆地内中更新世网纹状红土沿

断裂南东盘呈条带状分布, 同时, 网纹红土受断裂影

响轻微拱起并发育 NE 向张裂面, 表明该断裂在第四

纪早中期有活动; (5) 根据断层泥 ESR 测年结果, 断
裂的最新一次活动为中更新世中期. 因此, 丁家山-
郎君山断裂可以确定为一条中更新世活动断裂. 不
过, 由盆地内第四系厚度和出露地质剖面显示, 第四

纪以来断裂的活动强度不大.  

3  九江 5.7 级地震发震构造分析 

3.1  九江 5.7 级地震的发震构造判定 

正如地震构造图(图 2)所反映, 九江 5.7级地震震

中地区新生代构造较为简单, 主要为一条 NE 向丁家

山-郎君山断裂. 此外, 区内还发育一组 NW 向小断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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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山-郎君山断裂规模较大, 是一条由多个断

裂组成的弱活动断裂带, 为震中区内主要断裂. 以往

震例显示, 7 级以下的地震一般不会形成地震地表破

裂. 这表明, 对于一条弱活动的断裂, 很难断错到地

表附近的新地层.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虽然地表露头

显示的活动性为中更新世, 但由于其活动强度不大, 
同时盆地内第四系又有一定的厚度, 因而反映该断

裂较新活动的断裂上断点并没有到达地表. 从盆地

内侧可能存在一条更活动的隐伏断裂, 并可能控制

了晚更新世地层分析,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是一条具

较新活动性的断裂, 具有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的能力.  
虽然震中区内还发育几条 NW 向断裂, 但其规

模较小, 在区域构造活动中处于从属和辅助地位. 野
外追索调查发现, 这些 NW 向断裂一般长约 1~2 km, 
宽度不大, 终止于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带附近. 它们

往往切割 NE 向断裂带中较老的断裂, 而为更新的

NE 向断裂所限制. 从其切割 NE 向断裂看, 这些 NW
向断裂发育时代晚于 NE 向断裂的形成; 从其被 NE
向断裂所限制看, 其活动性要弱于 NE 向断裂. 这些

NW 向断裂对地层和地貌无任何控制作用, 进一步表

明其新活动性不明显. 野外调查未发现较大NW向第

四纪活动断裂的证据. 总之, 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活动

时代上, NW 向断裂都不具备控制现代中强地震的能

力.  
同时 , 据九江 5.7 级地震现场科学考察报     

告 1),[6,18], 极震区地震烈度等值线(见图 1)呈明显的椭

圆形, 长轴方向为NE向, 其形态与丁家山-郎君山断

裂带的走向一致. Ⅶ度等值线长轴约 24 km, 短轴约

15 km, 基本涵盖了该NE向断裂的展布范围. 地震考

察发现的与构造变形有关的地震裂缝显示为NE和SN
向或雁列排列, 位置与这一断裂带相吻合; 地震陷坑

连线也大多呈NNE向或近SN向 [18,19]. 此外, 本次地

震的震源机制解主节面之一表现为NE向 [6]. 地震烈

度等值线形态、地震地表变形与震源机制解主节面, 
一致显示地震的发生与瑞昌盆地附近的NE向丁家山-
郎君山断裂活动有关.  

根据九江地区新构造运动的特点及现代中强地

震的分布特征, 以及上述对丁家山-郎君山断裂活动 
 
 

性分析, 结合瑞昌盆地相关地质地貌, 推断瑞昌盆地

边界 NE 向的丁家山-郎君山断裂为本次地震的发震

构造.  

3.2  九江 5.7 级地震的发震部位 

野外调查发现, 在金家湾北洋鸡山附近的宏观

震中位置发育一条NW向断裂(图 3, 6). 该断裂长约 1 
km, 斜切 NE 向构造线, 将郎君山-丁家山背斜轴部

和丁家山-郎君山断裂错断, 使其左旋平移达 100 多

米. 洋鸡山南的混杂岩中见有其露头, 走向 320°, 倾
向 SW, 倾角 78°. 断裂切割了第三系紫红色砾岩, 与
NE 向断裂共同作用致使断裂东北侧的第三系紫红色

砾岩强烈变形(图 6), 形成一向北倾伏的背斜褶皱. 
这一 NW 向断裂切割了新生代地层和较老 NE向断裂, 
而为较新活动的断裂(ESR 测年为(344 ± 34) ka)所限

制, 据此推断其为第四纪早期活动断裂. 此外, 在天

词山东发育的 NW 向小型断裂在活动时代、规模和水

平位错距离上, 也与此断裂相近.  
九江 5.7 级地震的震中位于洋鸡山东侧的赛湖农

场附近, 这一带正好是金家湾东北和天词山东等 NW
向小断裂与丁家山-郎君山断裂的交汇部位(图 6). 历
史上强震往往就发生在两组活动断裂带相交切的一

些特殊构造部位上. 因此, 九江 5.7 级地震的发震部

位可能是丁家山-郎君山断裂与 NW 向断裂, 特别是

较新活动的小型 NW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4  讨论 
九江地区的新构造运动相对较为强烈, 其新构

造期以来的演化无疑是受中国东部应力状态及本区

特定动力环境共同制约. 该区地处幕阜山-九岭隆起

与鄱阳湖坳陷的交接地带, 这种地体边界是地质构

造中最活跃的部位 [20,21]. 具体构造上, 震中区发育一

条NE向丁家山-郎君山断裂带, 该断裂在地质露头上

表现为中更新世活动断裂, 具有发生中等强度地震

的能力. 因此, 九江地区具备地震发生的地质条件. 
此次地震属于构造运动中的正常事件, 并非地质突

变.  
震中地区的浅层地质结构与断裂系统结合的构

                          
1) 中国地震局, 江西省地震局地震现场科学工作队. 九江-瑞昌 5.7 级地震现场科学考察报告.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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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金家湾东北发震构造部位与 NW 向断裂剖面 

 

造条件, 与中国东部中强震地区活动断裂构造的总

体规律相同. 丁家山-郎君山断裂不是一条明显的活

动断裂, 此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而九江地震的

发生也就出乎意料. 与此相似, 一条之前未被人注意

的、穿过唐山市的活动断裂引发了 7.8 级地震. 一直

以来, 人们只是注重那些明显的大型活动断裂的研

究, 而忽略了这些相关构造的存在. 中国东部平原或

盆地区由于第四系较厚, 断裂活动性相对西部较弱

且大多处于隐伏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 地表显露为Q2

甚至更老的断裂, 如果控制晚更新统或更新地层的

发育, 有可能就是较为活动的断裂, 是潜伏中强地震

危险的构造, 往往具有发生中强震的条件. 对华东、

华南地区中等地震发震构造的研究同样表明, 中国

东部地区中更新世活动断裂对于 5~5.5 级地震的发生

具有控制作用 [22, 23]. 因此, 加强此类断裂的研究应

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致谢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建平实验师等对 ESR 样品进行了年龄分析,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韩

竹军研究员对发震断裂及其活动性分析给予诸多启示.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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